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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作资源作““杠杆杠杆””增收有增收有““牛牛劲劲””
———看献县后南旺村如何壮大—看献县后南旺村如何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这段时间，献县陌南镇后南旺村
党支部书记蔡月亮不是在田间考察地
块，就是忙着和农户们沟通土地流转
事宜。

“我村离献县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的牧场只有十几公里，今年，村党
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计划在公司周边的
村庄流转土地，规模化种植青贮玉
米，用作牧场的奶牛养殖饲草，从而
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蔡月亮说。

自2023年起，后南旺村便同献县
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洽谈青贮玉米
项目。2024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
社中标了公司的 4000 吨青贮玉米项
目，以合作社入股分红的方式，同包
地大户合作，在1000余亩地上种青贮
玉米，一年实现增收26万元。

“我村有良好的土地资源和地理优
势，产出的青贮玉米不仅品质好，运
输成本也比外地中标者低一些。去
年，我们率先完成供给任务，还因此
获得奖励。今年，我们计划继续利用
献县优然牧场的养殖资源，提高青贮
玉米供给量，让村集体的腰包更鼓。”
蔡月亮说。

与献县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是后南旺村把身边资源当作促进
乡村振兴的“杠杆”，增强壮大村集体
经济“牛劲”的一个缩影。

其实，在2019年之前，后南旺村
集体基本没有收入。但是，村“两
委”班子没有被一穷二白的现实难
住。自2018年开始，后南旺村通过党
建引领发展，积极推进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不断盘活各类资源资产。

“因历史遗留问题，在 2018年之
前，村集体的 120余亩土地，一部分
由村民无偿耕种，一部分流转出去，
但价格偏低，收益甚微。为盘活资源，
村‘两委’班子顶着巨大压力，挨家
挨户收回土地。”随后，村“两委”按

当时市场价格，由村民代表和党员投
票，最终确定这些土地出租价格为每
亩地650元，租期三年，租金一次性交
清。2019年，后南旺村集体因此收获
了 7.78万元，成功掘出“第一桶金”。
2021年，后南旺村党支部还积极争取
上级支持，跑办养殖项目，建成一个
养牛场。

“2021年，村集体购买了一台挖掘
机并对外出租，每年能收入 8万元；
120余亩村集体土地在2023年到期后，
继续整体流转出去，年收入 7.78 万
元；支持油田建设，每年可收入3.7万
元；将养牛场对外承包，年收入承包
费 3 万元。2023 年，我村总计收入
22.48万元，首次突破 20万元。”细数
收入，蔡月亮非常高兴，“2024年，我
村与献县优然牧场合作，村集体经济
收入更是实现跨越式增长，是2019年
的6倍多。”

随着村集体的腰包越来越鼓，后南
旺村“两委”为百姓办实事的底气越来
越足。除了将部分资金用于村庄基础设
施建设外，后南旺村还为村民发放福
利，2024年，村集体拿出 11.89万元，
为缴纳医保人员每人补贴100元。

“接下来，我们还要探索‘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种植大户+村民’的模
式，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带
动更多村民增收。”蔡月亮仿佛有使不
完的“牛劲”。

——支部引领支部引领 强村富民强村富民

引水引水““活脉活脉””惠狮城惠狮城
———我市实施引调水工程纪实—我市实施引调水工程纪实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张常亮

聚焦盐碱地特色农业聚焦盐碱地特色农业

在海兴县后刁村的兆隆公在海兴县后刁村的兆隆公司种植基地司种植基地，“，“太空黄瓜太空黄瓜”“”“航天特大南瓜航天特大南瓜”“”“太空太空
西瓜西瓜””等生长旺盛等生长旺盛，，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太空果蔬太空果蔬””扎根记扎根记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后南旺村村容村貌后南旺村村容村貌。。

“大伙儿都没想到，这片贫瘠
的盐碱地，竟成了孕育太空果蔬的
神奇沃土。”近日，在位于海兴县
高湾镇后刁村的沧州市兆隆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里，看着长势
喜人的“太空黄瓜”“航天特大南
瓜”“太空西瓜”等果蔬，基地负
责人师继玲十分自豪。

兆隆公司起初扎根这片土地
时，这里还是鲜少有产出的瘠薄
盐碱地。通过科技创新，公司将
航天育种科技与盐碱地综合利用
巧妙结合，助力“太空果蔬”在
这里扎下了根。

“太空种子”扎根盐碱地

在兆隆公司的育苗大棚里，
一盘盘嫩绿的种苗生机勃勃。它
们有着特殊的“身世”——通过
航天育种技术“诞生”的“太空
种子”。

航天育种，是通过空间搭载
让优选农作物品种的种子到太空

“旅行”，利用太空环境中的微重
力、宇宙辐射等对种子进行“诱
变”，使其产生新的性状。这些种
子回到地球后，由科研人员进行
四代选育，从而培育出产量更
高、抗逆性更强、品质更优秀的
良种。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聚焦种
业振兴行动、生物育种产业化。沧
州市兆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种植
管理团队，在航天育种应用推广上
积累了丰富经验。据了解，早在
2021年，他们就把“太空种子”种

在了雪域高原，种苗成活率高达
96%，这一试验展现出航天科技的
强大潜力。如今，公司把这项先进
技术引入海兴县，计划通过建设示
范基地，探索成熟模式，让盐碱地
蜕变成四季飘香的“果蔬仓”。

据公司技术员张文秀介绍，
“太空种子”具有抗逆性强、产量
高、品质好等特点。比如大棚里正
在种植的“太空黄瓜”，扎根到盐
碱地后，种苗成活率很高。不仅如
此，“太空果蔬”口感好，品质也
比普通品种高不少。

目前，公司已引入黄瓜、西红
柿、南瓜、西瓜等果蔬的“太空种
子”。为让“太空种子”在盐碱地
里更好地生长，公司还应用了使用
航天生物科技技术研发的益生菌竹
粉植物生长素。

“温度管家”智能控温

除了“太空种子”，温室大棚
还藏着不少其他奥秘。

环顾棚室，记者将目光锁定在
了棚壁的一个个“黑箱子”上。

这是大棚的“温度管家”——
太阳能蓄热装置。进入秋冬季节，
夜间气温逐渐降低，大棚温度不利
于果蔬生长。这时，太阳能蓄热装
置就“上岗”了。白天，太阳能蓄
热装置可以储能，等到夜间温度降
低后，再将储存的热能释放出来，
为棚室提供稳定的温度保障。

这套装置，采用航天材料民用
化专利技术，不用一度电、不烧一
块煤，即使在 -38℃的极寒环境
中，也能让棚内的昼夜温度稳定保

持在20℃左右，这不仅为果蔬生长
提供适宜环境，还实现了能源的可
持续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

早在多年前，这项技术便被应
用到了雪域高原上，为“太空种
子”在极寒环境中安全越冬“保驾
护航”。现在，公司将这项技术引
入到海兴县，也是想借助其实现

“太空果蔬”的反季节种植。
为了让这些“温度管家”发挥

最大效能，兆隆公司建设的是双层
钢结构大棚。这种棚室不仅结实耐
用，而且保温性能更好。

盐碱地变身“绿色银行”

“通过种植‘太空果蔬’，土地
有了新价值，我们也有了新盼
头。”后刁村党支部书记邢广法
说，不少村民在大棚里务工，不仅
学到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还增加了
收入。

“目前，无论是棚室建设、种
苗繁育，还是种植管理，都实现了
标准化，可复制、可推广。我们的
棚室是装配式建筑，只要种植户有
需求、有平整地面，我们随时可以
建设。通过航天材料民用化技术，
还可以改造旧大棚，激活休眠产
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师继玲
说。

接下来，兆隆公司将引进更多
优良品种，进一步扩大“太空果
蔬”的种植规模。公司还计划通过

“政府+企业+合作社”的模式，打
造种植、应用、推广、管理、销售
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助力更多盐碱
地变成“绿色银行”。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
的命脉。然而，沧州多年平均降水量
仅为 551毫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
国平均水平的 7%，浅层地下水苦咸、
深层地下水高氟……水资源短缺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

转变，出现在我市实施一系列引
调水工程后。多渠道引入的长江水、
黄河水和上游水库水等一股股“活
水”，不仅提升了百姓的生产、生活水
平，还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

多水并引
水资源格局得优化

初夏时节，南运河吴桥县安陵
段，河水潺潺流淌，一路向北，滋润
着两岸农田。

今年 2月 12日，随着安陵闸的开
启，南水北调东线长江水源源不断地
流入我市境内，开启了全市2025年农
业引水工作。

“此次调水，利用南水北调东线一
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计划引调
7189万立方米长江水，实现全市境内
南运河全线水流贯通，可为沿线补充
农业灌溉用水、巩固地下水超采综合
治理成效、兼顾改善水生态环境，同
时保障大运河城区段正常通航水位。”
市水务局调水管理科副科长杨扬说。

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将跨流域
引调水作为打破“水瓶颈”的重要举措
之一。经过多年建设发展，目前，全市
已形成2条引长江水线路、4条引黄线
路以及3条上游水库引水线路。

其中，2条引长江水线路分别为南
水北调中线配套工程、南水北调东线
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南水北
调中线配套工程在2017年通水后，通
过保沧、石津两条干渠引南水北调中线
干渠江水，为全市城乡生活、生产用水
安全筑牢了坚实后盾。南水北调东线
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于2019年
试通水，可向南运河沿线的吴桥县、
东光县、南皮县、泊头市、沧县、运
河区、新华区、青县以及大运河主城区
段引水，并延伸覆盖渤海新区黄骅市，
是农业灌溉用水的重要水源。

4条引黄线路分别从河南濮阳渠
村闸、山东聊城位山闸、山东德州潘
庄闸和李家岸闸引调黄河水。

3条上游水库引水线路为岳城水库
（卫运河）引水线路、王快水库引水线
路、岗南—黄壁庄水库引水线路。通
过引黄线路及上游水库引水线路进入
我市的水资源，主要用于沿线农业灌

溉，兼顾河渠水生态环境改善。
2022年，全市引调水 9.88亿立方

米；2023年，全市引调水10.69亿立方
米；2024年，10.8亿立方米活水滋润狮
城大地……为保障全市引调水工作顺利
进行，市水务局结合全市水资源现状、
城市发展战略以及河湖水系特点，科学
统计、全面研判、多方会商。随着“多

水并引”举措的实施，全市水资源配置
格局日益优化。

多方赋能
水资源利用成效显著

“过去俺们喝的是井水，经常遇到
停水问题。现在喝上了长江水，水质
更好，而且24小时有水喝，饮水质量
提升不少。”近日，在任丘市北辛庄镇
北香城铺村，村党支部书记刘文启边
拧开水龙头接水，边感叹。

北香城铺村实现从“饮水难”到
“饮水甜”、从“有水喝”到“喝好
水”的跨越，得益于我市依托南水北
调中线配套工程，相继实施的农村生
活水源置换、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农村江水村村通等惠民工程。

据了解，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压减地下水开采，彻底解决农村群众
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的问题，自
2016年以来，全市水务部门基于南水

北调中线配套工程，科学分析现有引
水管线和城区水厂布设等情况，累计
实施项目59个，配套建设了农村地表
水厂9座、扩建地表水厂3座、新建东
部供水引水管线77.33公里、铺设村级
以上输水管道3546.35公里、改造村内
供水管网9246.33公里，构建起科学完
备的农村供水管网体系。

“截至2020年底，沧州已全部完成
了农村生活水源置换，成为全省首个
实现全市江水村村通的设区市。水
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
率等四项农村饮水安全指标全部达
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水支
撑’。”市水务局农村供水管理中心工
程师董竞宣说。

源源不断的“活水”，同样让各县
（市、区）的农业生产焕发活力。过
去，由于缺水，部分农田灌溉困难，
农作物产量受限。如今，黄河水、长
江水等优质水源流入田间地头，让曾
经干涸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粮仓”。

“原先用浅机井水灌溉，一亩地要
20多元的电费，现在用河水浇地，每
亩地电费成本仅3元。”盐山县圣佛镇
卸楼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范云发
说，灌溉用水由苦咸水变为河水后，
小麦亩产量从350公斤提高到了550公
斤。

从长江、黄河和上游水库奔腾而来
的水，不仅成功置换了地下灌溉用水，
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还通过河道坑塘
存蓄，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地下水位回
升。近年来，位于南运河岸边的东光县
油坊口村一口600年的古井在干涸了近
40年后重涌清泉，井水甘冽澄澈，是我
市水生态复苏的生动写照。

水润狮城
河湖生态助力文旅融合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南运河
是我市骑行爱好者崔金立“打卡”的

主要景点。他和几位来自外地的骑友
沿着堤顶路一路骑行，看到沧州段运
河水波荡漾，还不时有水鸟掠过，一
行人很是惬意。

“河水充沛，水质清澈，绿树摇
曳，就像在画里一样。到了晚上，运
河边彩灯绚丽，游船在河中缓缓前
行，又是另一番美景。”外地骑友赞不
绝口。

引调水工程不仅解决了用水难
题，还让全市的河湖生态发生了巨大
变化，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文旅融
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市水务局依托南水北调
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与京
杭大运河贯通补水契机，持续推进河
道疏浚、水量补给，实现大运河从长
期断流到阶段性有水，再到全线水流
贯通的历史性转变，为沿线生态修复
注入了强劲动力。

2022年，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
实现旅游通航，“一船明月过沧州”的
诗意胜景重现。2023年，河北省第六
届（沧州）园林博览会以“千里通波·
大美运河”为主题在我市成功举办，
进一步擦亮了运河文化品牌。

随着河湖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多
个美丽的水利风景区也成了热门“打
卡地”。

在献县单桥水利风景区，古老
的石桥横跨在波光粼粼的滹沱河
上，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吸引了
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拍摄；沧州
运河“五季”水利风景区，景色秀
丽、空气清新，成为市民休闲游玩
的好去处……这些水利风景区不仅是
生态景观，更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载
体。每逢节假日，大量游客慕名而
来，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了
解沧州的历史文化。各地居民也依托
这些风景区，做起了农家乐、民宿等
旅游生意。河湖新生态还拓宽了百姓
的增收渠道，绘就了一幅“河安湖
晏、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
业”的幸福图景。

如今，狮城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市水务局今后将继续深化引调水

工作，不断完善水资源配置体系，持
续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水资源的
滋养下，沧州将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彩
的生态发展新画卷。

南水北调中线长江水进入大浪淀水库南水北调中线长江水进入大浪淀水库。。

献县单桥水利风景区景色怡人献县单桥水利风景区景色怡人。。

““太空果蔬太空果蔬””长势喜人长势喜人。。


